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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今年，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6。
周年，我们谨以这套《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（1949-2000）研究丛书》作为献礼。
新中国成立后前50年的教材建设是几代人教人辛勤谱写的历史篇章，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。
回顾、总结这些历史经验，是留给今人和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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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总论一、回顾4二、总结13三、展望20第二章 1949－1953年期间的小学语文教材一、1950年前后
修订华北区和华东区小学国语课本25（一）教材修订的背景251.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出，全国中小
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252.《人民日报》发出“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”的号召26（二）教材修
订的依据261.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提出新中国文化教育的任务262.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
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任务26（三）教材的主要特点271.采用随课文识字的编排方法272.采用国语、
常识两科合编的体式29（四）教材修订的基本情况301.修订华北区初级、高级小学国语课本302.修订和
改编华东区初级、高级小学国语课本30二、1951－1952年编写五年一贯制小学语文课本31（一）教材
编写的背景311.取消“四二”分段制，实施五年一贯制322.学科名称用“语文”取代“国语”32（二）
教材编写的依据321.《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（草案）》322.《小学暂行规程（草案）》33（三）教材
编写的指导思想34（四）教材的主要特点341.体现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精神，重视思想教育内容安排的
系统性342.扩大课文篇幅，容纳文艺作品353.写字内容与阅读内容分开编排364.练习题的设计与编排体
现科学性和启发性38（五）教材编写、出版的基本情况41（六）对教材的评价421.教材内容丰富，思
想性强422.编排形式多样，清新活泼42三、亚953年修订、新编小学语文课本43（一）教材修订、新编
的背景431.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教育工作432.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整顿和
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43（二）教材修订、新编的依据44（三）修订、新编小学语文课本的情况441.初
级小学语文课本442.高级小学语文课本44四、对1949-1953年期间的小学语文教材的反思45（一）编写
语文教材的初步经验451.既要学习以往语文教材的编写经验，又要立足创新452.教材编写要坚持百花齐
放、百家争鸣45（二）需要研究的两个问题461.小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编写起点462.关于国语、常识合
并编写的问题46第三章 1954-1959年期间的小学语文教材第四章 1960-1965年期间的小学语文教材第五
章 1966-1976年期间的小学语文教材第六章 1977-1985年期间的小学语文教材第七章 1986-2000年期间的
小学语文教材第八章 五十年教材编写过程中的讨论与争鸣参考文献附录后记

Page 3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-20>>

章节摘录

　　一是基本上不搞命题作文，一般只是提出宽泛的内容范围和习作要求，让学生自己选择材料，拟
定题目。
习作提示中提出的内容范围和举的例子，都只是为了开拓学生的思路，引起学生表达的欲望，而不是
习作的命题。
　　二是允许学生不按照教材提出的内容范围习作，而是另选自己想写的内容。
如，第十册有一次习作是写自己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在习作提示中告诉学生：“如果不愿意写这方面的
事，写别的事也可以。
”再如，第十二册看华君武的漫画《假文盲》之后习作，提示中写道：“如果你有更喜欢的漫画，也
可以写自己选的那一幅。
”　　三是在第八册至第十一册，每册都安排一次自由作文，不提任何习作范围，让学生自由写，自
己最想告诉别人什么就写什么。
　　教材中的这些安排，都是为学生的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提供方便。
教师领会了这一编写意图，就可以灵活地运用和处理教材，使习作更加切合本班学生的实际，切合每
个学生的实际。
　　（4）改编“思考。
练习”，引导学习方式的转变。
　　修订版教材的课文分为精读和略读两类。
精读课文的“思考。
练习”重新编写，突出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，自读自悟，合作探究。
略读课文的“预习”与“思考.练习”合并改为“阅读提示”，排在课文的前面，这样既简化了头绪，
突出了重点，也使两类课文的区别更加明显。
　　改编后的“思考.练习”有以下几个特点。
　　注重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，整体感悟课文的思想内容。
不出那种按照课文顺序一段段问下来的题目，也不出离开语言文字的感悟、空泛地理解思想内容的题
目，力求做到理解内容与品词品句、学习表达相结合。
例如，第五册《曼谷的小象》一课，主人公阿玲一句话也没有讲，只是做了指挥小象的动作。
“思考.练习”中的题目是：“读课文第五和第七自然段，想一想：如果把阿玲指挥小象的动作改成对
小象说的话，可能是几句什么话？
”再如，《倔强的小红军》的“思考.练习”：“分角色朗读课文对话部分，注意体会‘用命令的口吻
说’‘倔强地说’‘无可奈何’‘轻轻地拍了拍’等词句的意思，读出相应的语气，再说说小红军一
心想的是什么。
” 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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